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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威海2月13日讯(焉光
王嘉 姜俏俏) 2月11日上

午9时，“中国秧歌之乡”授牌仪
式在乳山市人民政府广场举
行，乳山市也是中国文联在山
东授牌的第一个县。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
主席苑利，中国文联民间文
艺艺术中心副主任刘德伟，
中国文联研究员、中国民协
志 愿 服 务 中 心 副 主 任 刘 加
民，山东省文联副主席矫红，

山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王映雪等人参加仪式。

专家们一致认为，乳山
大秧歌形成时间早，传承时
间长，表演内容丰富完整，群
众参与程度高，政府部门引
导管理到位，具有明显的地
方特色和重要的文化推广保
护意义。

去年下半年，经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实地
考察，乳山市顺利通过评审，
被命名为“中国秧歌之乡”，
成为本年度唯一获此命名的
城市。以获得“中国秧歌之
乡”称号为契机，下一步，乳
山将继续把大秧歌作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文化事
业繁荣发展的重要载体，加
大引导扶持力度，建立完整
的传承保护体系，不断提升
大秧歌艺术水平，推动大秧
歌尽快融入市场，为发展文
化产业创造条件。

乳乳山山荣荣膺膺““中中国国秧秧歌歌之之乡乡””

乳山不断优化文化产业
发展环境，为乳山大秧歌的传
承与发展提供了优良的土壤。

乳山先后出台《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
规划》等多个文件，从制度上
保证了乳山大秧歌的健康发
展；投入专项经费用于秧歌传
承培训和道具采购，为大秧歌
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资金保障；
建立市、镇 (街道 )和村 (社区 )
三级秧歌活动平台，先后建设
了金牛山公园等市级文化活
动场所和15个镇级综合文化
站、550个村级文化大院，为乳
山大秧歌发展搭建了良好的
活动平台。

为保护和传承大秧歌，乳
山成立专门的大秧歌研究保
护机构，在大秧歌的历史溯
源、发展特点、传承保护等方

面进行了大量理论研究，通过
广泛普查、调研等方式，运用
数字化多媒体等科技手段，将
乳山大秧歌的基本情况、分布
区域、历史溯源、传承谱系、
当前状况、当代传承人、保护
措施等进行整理，建立起一套
完备的乳山大秧歌档案和数
据库。

延 续 大 秧 歌 文 化“ 血
脉”，离不开人才队伍的培
育。在秧歌队伍建设过程中，
乳山注重传承人发展、注重专
业化培训、注重梯队化建设，
形成了一支专业素质强、参与
度高、影响广泛的秧歌队伍，
形成“老、中、青、少”四代梯
次队伍结构，保证乳山大秧歌
后继有人。目前，乳山全市镇
区秧歌覆盖率达到1 0 0%。每
年正月十五前后，乳山都会组

织一次全市秧歌汇演，参与人
数最高可达2000人，观众达10
万人次。

随着时代的发展，乳山大
秧歌在表演形式上不断推陈
出新，从纸龙、布龙，再到夏
西村的火龙表演，逐渐形成了
技术含量高、表演手法独特、
在国内独树一帜的表演形式。
乳山还积极淘汰与时代格调
不相协调的插科打诨以及存
在安全隐患的节目，创新编创
了一批反映时代主旋律、弘扬
社会正能量的节目，使大秧歌
表演清新健康、格调高雅。

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
展。如今，乳山大秧歌已被赋
予了更新的内涵，将焕发出更
大的生命力，也寄托着更美的
梦想，势将成为乳山的一张闪
亮名片。

▲乳山大秧歌之乐大夫表演。 王嘉 摄

秧秧歌歌迎迎春春
金鸡报喜闹元宵，秧歌扭起

享盛宴。从大年初一开始，乳山的
秧歌队就走村串巷，载歌载舞，贺
新年，送祝福，一路扭到正月十
五。

元宵节当天，乳山市政府广
场前锣鼓喧天，人头攒动。17支秧
歌队、1000多名表演队员，身穿桃
红翠绿的秧歌服，手持花伞或彩
扇，迈着轻盈的步伐，伴着催人奋
进的锣鼓声，欢快地扭动着，拉开
了一年一度的乳山大秧歌汇演序
幕，吸引了万余名群众前来围观。

辛戈 摄影报道

乳山大秧歌起源于乳山
河两岸，到明朝已初具规模，
兴盛于清朝，是胶东大秧歌的
典型代表。

历经时代变迁，在一代
又一代秧歌传承人的不懈努
力下，乳山大秧歌不断创新，
从内容到形式，从文化内涵

到精神风貌，已经突破了传
统大秧歌的表演套路，完全
融入本土的文化理念，形成
乳山寨镇为代表的传统秧歌
与夏西村为代表的现代秧歌
两种风格。

一直以来，乳山非常重视
大秧歌的传承保护和推广创

新，在挖掘大秧歌历史、传承
人队伍建设、研究人才培养等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目前，乳
山已建成基层大秧歌文化体
育指导站点470多个，拥有秧
歌队、舞蹈队480余支，连续举
办了20多届新春秧歌汇演活
动。

藻 乳山大秧歌的历史与现状

藻 乳山大秧歌传承和发展

藻 乳山大秧歌获得的荣誉

2008年，乳山大秧歌被
威海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第一
批威海市级非遗项目名录；

2014年，乳山依托大秧
歌被山东省文化厅命名为
山东省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2016年2月，乳山大秧

歌被山东省人民政府命名
为第四批省级非遗项目名
录。

2016年9月12日，乳山依
托大秧歌被中国民间艺术科
协会命名为“中国秧歌之
乡”。

▲乳山大秧歌最大特色——— 耍火龙表演。 王嘉 摄

▲2月11日，“中国秧歌之乡”授牌仪式在乳山举行,乳山成为中国文联

在山东授牌的第一个县。

藻 乳山大秧歌表演内容及特色

乳山大秧歌由锣鼓队、
耍龙队、花鼓队、扇子队和自
由舞蹈队合作表演，表演内
容主要包括单队亮相表演、
逗做表演、梅花盘表演、大团
圆表演、收场谢幕表演。队员
最少需100多人，多时达到
200人，才能显出乳山大秧歌
的恢弘气魄。

表演队员按照秧歌锣鼓
点配合着秧歌步，挥舞手中
的彩绸、扇子、腰鼓，一边走
一边演。秧歌鼓点分四种，各
方队单独亮相表演时打龙灯
鼓、花鼓点、扇鼓点，斗做表
演、合作表演时打秧鼓点。秧

歌步法一般采取走十字步、8
字步。通常采取自村演、串村
演(又称闯村演)、秧歌队路
遇、汇演等几种表演方式。

乳山大秧歌的最大特
色是耍火龙表演，表达了人
民祈求雨水充沛、五谷丰登
的美好愿望。耍火龙技艺含
金量很高，尤其是在龙头一
出场、龙头钻龙尾、龙头钻
龙腰等时刻，实施喷火的人
要眼明手快，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操作，稍一分神，喷
火表演就错过时机。耍火龙
表演，观时震撼人心，令人
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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